
一、 前言 

台灣自 1981 年代開始的高度

經濟成長導致人口及產業急遽往

都市集中，大都市周邊，例如大台

北地區南港內湖區積極開發為住

宅用地，使得都市區域迅速擴大。

由於像這樣的都市化，都市土地被

整治高度利用，明顯提高了居住於

此的人之便利性。不過就另一方面

而言，都市化導致雨水的不滲透區

域擴大，以致明顯減低這些土地曾

經 所 具 有 的 保 水 機 能 與 蓄 水 機

能。因 都 市 發 展 造 成 地 貌 及 水 文 循

環 系 統 改 變，在 都 市 開 發 過 程 常 被

忽 略 其 潛 在 風 險 因 而 水 患 頻 繁 發

生，如下圖 1 為台北市大湖山莊街

都市開發過程將河川水道改為街

道導致洪患發生，也因內湖區持續

開發，地下水量減少，使得雨水迅

速流入側溝及河川裡，增加河川氾

濫機率；在此同時因水循環被破壞

導致一方面發生洪患，另一方面卻

水資源不足，事實上 20 世紀以

前，許 多 未 開 發 國 家 鄉 村 地 區 因 水

資 源 供 給 設 施 不 足 還 依 靠 雨 水 的

收 集 (如 下 圖 2) 。雨水儲存設施的

設置，與河川整修一樣，是因應因

開發而產生變化的雨水之流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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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台北市大湖山莊街都市開發過程將河川水道改為街道過程 



              
      圖 3：滲透型陰井及滲透型水溝，補充

地下水及降低洪峰量 
圖 4：台灣地區用水量與世界各國比較圖 

構的一種方法。有關雨水儲存設施

的計劃，不僅要考量到流出調節功

能，也必須從再次認識開發、治

水，以及像這樣與河畔環境有關的

現狀來開始。因此如何降低洪峰量

體 之 綜 合 治 水 對 策 應 被 同 時 考

量 ， 其 中 雨 水 截 留 系 統 設 置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於國內外之評估，結果皆認為對

都市洪峰有抑制效益，其可減輕

地表逕流及延緩洪峰集中時間。 

二、 雨水利用意義 

雨水利用理念為模擬開發前的土

地現況其具有之土壤綠帶的保水、儲

水功能，改以建築物等人工構造轉變

恢復其一部份功能，如下圖 3 利用排

水構造物觀念改變即可補充地下水及

降低洪峰量。 

尤其台灣地區之用水量遠超過世

界各國平均用水量如下圖 4，也就是說，

一方面必須盡量將因開發等造成變化的水

循環，修復到接近原本的水循環。同時保存

雨水, 這不僅是對水資源保存並且是保護

有限地球資源。  

圖 2：中國大陸黃土高原充分利用雨水資源情形 



三、 雨水運轉系統之建立 

要如何夠建立一個適當運轉雨水運

轉利用系統，通常可概分為五個主要部

份，如下圖 5，說明如下： 

(1) 屋頂集水區面積(Catchment area)  

泛指雨水降落時的表面範圍，通常

是房子或者房頂頂棚。就雨水收集而言

其材料以金屬或者磚瓦的房頂較適當。

如果屋頂使用包括的鉛或易污染之材料

時應該避免或標示警示油漆等記號避開

污染。 

(2) 落水管輸送與排放水管(Gutters 

and down pipes)  

將屋頂之雨水導入水箱桶內之輸水

設備。 應該選擇適當尺寸安裝，俾充分

發揮收集足量的雨水。通常往下排放水

管 (down pipes) 若 其 通 水 斷 面 積 不 足

時，常導致在暴雨時宣洩不及引起

集 水 管 的 溢 出 (overflow of 
gutters)。經驗法則，以 90mm 之往

下排放水管(down pipes)及 150mm 
之集水管( gutters)能夠處理屋頂集

水 區 面 積 為 95m2 ， 在 降 雨 量 為 
30mm 及降雨延時約 10 分鐘之雨水

順利導流。 

(3) 濾水器：樹葉遮蔽過濾器與分

流器(Leaf screens and first 

flush diverters ) 

這些設備用來在雨水注入水桶

箱前,包括使初期之雨水溢流到分流

器及排除污染物質。標準的雨水集

水桶入口點通常比較的緊, 原因為

避免蚊蟲出沒及雜物葉子等流入。  

(4) 雨水貯留槽集水桶(Storage 

tank) 

它當然是任何雨水收集系統最重要

之一部分。欲選擇所需要的 Storage tank
其尺寸大小取決於收集水的用法、該地

區降雨量、集水桶價格和可擺設空間。

為使雨水集水桶(Storage tank)充分發揮

其效率，一般來說應儘可能的使雨水收

集點和使用點靠近作為設置點。同時對

集水桶輸送、搬運、安裝之情況亦需加

以考慮，在可能乾旱的期間從是否可以

經由載水貨車注入集水桶之方便考量。

並且也將需要考慮地點準備, 不要忘記

水的重量，每公升水重一千公克。如果

考慮經由重力供給系統，直立雨水收集

桶型式必需優先選擇。  

雨水收集桶的尺寸可由日常使用量

及屋頂可集水面積計算。 一般地區之花

園灌溉用水通常設置約 5,000L(5 噸) 之

水箱便足夠耐久乾旱。  

 

圖 5：雨水運轉系統結構區分圖 



(5) 給水系統：出水口(Outlets) 

當然為使水從水箱罐內流出來。在

直立水箱罐裝置一個軟管，以滿足或者

供給花園澆灌使用。一般家庭設備要能

承受 20 磅/平方英寸，及抽水使用壓力

pump。 

四、 雨水貯水槽決定 

雨水儲存設施，依儲存形態等可分

為各種形式，在設計時要綜合考量地

形、 地質、土地利用、安全性、維護管

理等因素，以建造出因應設施特性的適

當結構形式。一般而言可分為:(1)小規模

儲存設施（一般的家庭可使用）(2)中大

規模儲存設施（從一般的家庭到大樓等

大規模的建築物都可利用。）以下為簡

單之判定方式： 

 



五、 結論 

雨水利用理念為模擬開發前的土地

現況其具有之土壤綠帶的保水、儲水功

能，改以建築物等人工構造轉變恢復其

一部份功能。使降落到地表上的雨水能

依循原本「水循環」路徑前往，「水循環

再生系統」則是藉由雨水之儲存滲透補

充河川基流量、生態需水量，並豐富河

川水邊空間之土地使成一多元化之水環

境。不過被儲存後的雨水，只要在大地

上不還原為地下水，充其量只是截斷來

自於開發地區的尖峰流出量後水平化，

而流出量本身並不會被抑制。不過此情

形並不只是流出抑制方法的問題。將隨

著開發而損失的自然的水循環，以接近

現況的形式進行重現，藉由將雨還原到

地下，可以讓大地的保水能力發揮功能

並培養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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